
为了招来学员， 复读机构各
出奇招， 家长如何挑选呢？ 业内
人士建议， 家长不能仅看广告或
听招生人员的一边倒宣传， 一定
要 “货比三家”， 综合多个硬指
标去分析。

负责任的复读机构往往乐意
公布学员考上名校的名单， 名单
上至少会有学员名字 、 录取高
校， 有的还列出学员之前就读的
高中。 班级大小和分层教学也能

区分复读机构的好坏。 如果班额
过大， 教师很难照顾到每个学员
的需求， 好的复读机构 ， 规定1
个教师最多只能教2个班； 学员
水平参差不齐， 对应的教学方法
就不能相同， 班上最好还能安排
专职班主任， 专门负责照看学员
的状态， 解决各种问题。

师资是复读机构的重要评价
指标。 大型复读机构会在官方网
站上展示名师形象， 公布内容甚

至详细到名师的照片、 名字和简
单履历，有的机构还会“晒”出部
分名师的原来单位和所获奖项。

有些复读学校仅仅模糊提到
“本校拥有一批名师”； 或是广告
中宣称有 “示范校教研骨干坐
镇”， 却死活不说是哪所示范校；
或是吹嘘请到高考出题教师， 却
不公开其准确身份等。 教师信息
越少， 该复读学校的能力和资质
越容易有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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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盛丽

高考复读：

今年30岁的小李在一家国企
上班， 大学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
的他， 曾有过复读的经历。 那是
2002年， 小李在丰台区一所知名
中学上学， “我初中是普通校，
为能考上不错的大学， 拼命学才
考上知名高中。”

进校后， 小李最大的感受是
学校的学习气氛浓得让他有些窒
息，“同学都是学霸， 一个赛着一
个强。我学的是理科，成绩一直处
在班级中等位置，压力不小。 ”高
考来临，结合自己的水平，他制定
大学目标，“我要上‘一本’，而且
是北京的‘一本’大学。 ”

但第一次高考， 小李没能如
愿以偿，败在弱项英语上。心有不
甘的他和家长经过商量， 决定复

读。 “当时高考复读的人不多，因
为一般都不想再遭一次罪。”小李
说，“复读还要承受别人的指指点
点。高考完，亲戚都会问你考得怎
么样，一听复读，肯定觉得你是没
考上， 而不会考虑你是不是要考
更优秀的大学。 ”

但小李还是要复读， “我没
上培训机构， 找了一所高中跟班
学， 感觉这样更能进入状态。 跟
班不仅能上文化课， 还能上一些
副科课程， 比如体育课。 备战高
考很苦， 锻炼锻炼， 能感受点快
乐。” 有过高考经历的他， 也成
为其他同学咨询的对象。 “同学
会问我高考什么样 ， 体会什么
的。” 经过补习， 小李最终如愿
以偿地考上北京工业大学。

【故事】

为上 “一本” 选择复读终圆梦

不少人即使没有考上理想的
大学， 仍不会复读再考。 但小赵
却两次参加高考， 其中的艰辛，
只有他自己了解。

1988年出生的小赵， 现在从
事销售。 “我高中是西城的一所
示范校， 成绩一直不怎么样， 在
班级处在下游。” 小赵说自己没
有设定太高的大学目标， 但是怎
么也要是一所本科校， 专科不考
虑。 但是他的语文和英语成绩太
差， 再加上父母闹离婚， 小赵第
一次高考的成绩惨败， 只够上大
专。

“怎么也是示范校的学生，
上大专还不如当时不上高中， 上
职高还能早点工作。” 小赵觉着
自己的实力能考上本科， 他决定

复读， 上了一所市级示范校开设
的复读班， 上课时间和本校学生
一致。 虽然师资不错， 但是下课
时间过早 ， 让小赵很不满意 。
“下午不到4点就放学， 不少学生
会开小差， 我也先打球， 玩一会
再看书 。 ” 最终 ， 小赵只考上
“三本”， “别提了， 又耗一年。”
家长都说， 你别再考了， 费用单
说， 时间耗不起， 和你一样大的
同学都快大学毕业了， 你还在中
学原地踏步。

但是经过两次高考惨败， 小
赵端正态度， 决定再战一次。 这
次， 他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培训
机构补习， 距离市区比较远， 属
于半军事化管理。 最终小赵考取
“二本”， 终于和高考说再见。

两次复读熬心费神上 “二本”

业内人士分析， 复读市场今
年不复往年的 “火爆”， 原因主
要有四点： 第一， 2015年北京市
共有6.8万人参加高考 ， 报名人
数比 2014年减少约 2000人 ， 与
2006年的12.6万人相比减少近一
半， 高考报名人数连续第9年下
降； 第二， 本市高考录取率一直

稳定在80%左右， 今年的本科录
取率还达到71.8%； 第三 ， 今年
本市实行考后知分填报和平行志
愿填报方式， 报考风险降低， 一
批一志愿满足率高达97%， 650
分以上的高分落档考生只有20余
人， 能考上一志愿， 选择复读的
人自然少了； 第四， 越来越多的

高中生选择出国读本科， 不在国
内参加高考。

种种因素直接导致复读人数
的锐减。 有专家估计， 今年全市
的复读人数也就在两三千人左
右， 预计较往年减少两成以上；
而2008年全市复读生有10000多
人， 短短7年复读市场下滑严重。

【家长】

正确衡量复读利弊量力而行
市民张先生的儿子工作很优

秀， 在一家外企工作。 “我儿子
当年选择复读 ， 不是因为学习
差， 而是为能考上重点大学。”

原来， 张先生的儿子一直想
考中国人民大学， 但是第一次高
考没能如愿。 “我本来没想让他
复读， 高考太苦， 身心都疲惫。

我的原则是量力而行， 家长不能
逼着孩子去重新高考， 还是要听
孩子的意见。”

小黄去年考砸后， 全家人一
致决定要复读， 今年取得556分
的成绩。 妈妈沐女士表示， 复读
愿望必须是孩子本人的真实想
法， 如果被父母逼迫复读， 这样

的复读效果是最差的。
除去要考虑孩子的意见， 还

有不少家长提到， 重新高考还要
考虑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 “一
味的要考好学校， 而忽略家庭开
支， 是得不偿失的， 要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考虑周全 。” 家长王
先生说。

【调查】

四大因素导致复读人数锐减

【建议】

家长选择要看 “硬指标”

近两年， 选择复读的北京学
生大多数不再是因为落榜， 而是
想上重点大学， 甚至是 “985”、
“211” 高校。 在复读补习文化课
之余， 还希望机构能提供考后报
志愿的针对性建议。 抱持这样的
心态， 学生更看重复读机构的品
牌和实力。

在复读人数萎缩的情况下 ，
也有复读机构生源保持了稳定。
知名的几家复读机构目前的招生
情况依然跟往年持平。 而且， 报
名参加复读班的学生90%以上将
复读目标瞄准一本。

与往年更有不同的是， 今年
一所知名复读机构招收的学员

中 ， 60-70%是应届高三 学 生 ，
他 们 放 弃 在 学 校 读 高 三 ， 选
择提前来复读机构完成最后一
年的冲刺。 一位复读机构负责人
说， 这是因为学校拥有资深教研
和考研 （考试研究） 团队， 可以
帮助学生避开高考路上的 “障
碍”。

应届高三生提早进复读学校

小锐是通州区一所中学2014
届学生， 高考没发挥好， 只考了
454分。 当年暑假， 她上了一个
住宿复读班。 一年以后， 她考出
585分的好成绩， 提高了131分 ，
如愿上了二外。 她介绍， 住宿班
实行全封闭式教学， 从来没有住
过校的她逐渐适应自己起床、 自
己安排时间、 自己洗衣刷鞋……
慢慢学会独立。 她说， 复读的一
年， 自己不仅在高考分数上进步

很大， 更宝贵的是实现了飞速成
长， 懂得和学会了很多： 坚强、
独立、 为梦想拼尽全力。

据了解 ，在优质复读学校 ，
像小锐这样提高百分的学员不算
个别。一个复读生去年带着269分
的遗憾开始复读生涯， 读的是精
品小班，学费10万左右。短短一年
过去， 他在今年高考中居然考出
601分，足足提高了332分。

复读 “牛” 生一年提高332分

近几年， 北京市高考录取率稳定在80%以上， 今年的高考统招录取率为83%， 其
中， 今年的本科录取率还达到了71.8%， 这是本市高招本科录取率首次突破70%。 如
此高的录取率， 还有考生选择复读吗？ 北京复读市场是否出现什么变化？

复读市场不再火爆
家长选择看“硬指标”


